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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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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化、全球化成为主流发展趋势。在此之下，教育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论文将深入研

究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路径，分析二者之间的相关性，为融合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并基于现代化教育需求、

现代化社会需求等多角度探究融合路径，旨在培养专业知识、创新创业能力兼备的全能型人才，通过探究两者的有

效融合路径，实现对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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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informat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have	become	mainstream	development	
trends.	Under	this,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has	also	undergone	changes.	This	paper	will	delve	into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integrated	education,	and	explore	the	integration	path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uch	as	
modern	education	needs	and	modern	social	needs.	The	aim	is	to	cultivate	versatile	talents	with	bot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ies.	By	exploring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path	of	 the	 two,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quality	can	b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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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是一项具有系统性、特殊性

的教育体系，既要依托“三全育人”理念构建教育结构，也

要在教育工作中做到因材施教、因专业施教，以行业发展为

导向、以社会人才需求为导向，融合思政教育内容，促使人

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步形成良好的职

业意识、职业素养，在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中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2 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理论基础

2.1 思政教育内涵
思政教育是发展人才素养的关键，在教育中包含价值

观教育、政治教育、思想道德教育等素质教育内容，其教育

目标可分为几个方面。其一，在人才培养角度下，思政教育

有利于促进人才的全面发展，包括塑造独立、健全的人格，

积极、稳定的心理素质，通过有效的教育方式、多维的教育

内容，使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无论是在学业生活

中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都能够明辨是非。其二，在现代化教

育视角下，明确现代化社会中要培养怎样的人，以良好的思

政教育，帮助人才形成科学的思维，建立正确的道德规范与

标准，使其在积极的教育环境下，形成良好的思维品质、养

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并在思政教育理念的渗透下，增强政治

认同、国家意识，使其无论是在今后的职业发展中，还是在

创新创业的路径探索中，都能够坚定思想，将社会建设、国

家发展放在首位 [1]。

2.2 创新创业教育核心要素
创新创业教育作为综合性的教育内容，是培养人才创

新意识、创业精神、综合实践能力的关键教育内容，且在“大

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下，要以培养创新思维、创

业精神为核心要素，基于教育教学角度，突破传统教育思维，

融入科学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不断拓展教育路径，并加

强教育融合，在专业教学与思政教学的融合中培养人才敢于

创新、勇于尝试的品格。与此同时，在创新创业教育主导下，

要遵循综合性、实践性、个性化、开放性、动态性等原则不

断优化教育体系，实现跨学科融合、跨专业融合，加强理论

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联动，并随着行业发展、市场变化、社会

需求等多方因素动态性的调整教育方向与目标，不断激发人

才潜能。

2.3 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共同性
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是相互促进的，二者之间有

着密切的关联，思政教育对创新创业教育起着引领与支撑的

作用，而创新创业教育是思政教育理论实践的载体，二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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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相成、相互促进，进一步突出现代化人才培养内涵。基于

思政教育视角，思政教育在创新创业教育中的融合与应用具

有价值导向作用。首先，思政教育的融入能够帮助人才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念，使其在创新创业的过程中能够坚守职业底

线、道德底线，遵循法律法规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其次，有

利于培养人才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以民族伟大复兴为己

任，做对社会、国家有价值的新时代优秀青年，不断激发人

才创新创业的热情和动力，使其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最

后，有利于全面发展人才品格，创新创业是一个反复的过程，

并不会一帆风顺，思政教育的融入能够锤炼人才形成坚毅的

品质，在面对困难与挫折时，坚韧不拔，勇于面对困难，始

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无论是在自我的迷茫中，还是在

团队协作的冲突中，都能够以积极的心态坚持不懈的追求远

大的理想与目标；基于创新创业教育视角，与思政教育的融

合有利于深化思政教育成果，促使人才通过创新创业的实践

过程，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具象化，以创新创业的方式思政教

育直观化，同时有利于培养人才的创新思维与社会认知，使

人才通过在创新创业的过程探究中，加强对社会的了解、加

强对行业发展的了解，打破固有思维，将教育事业拓展到社

会生活中，让人才走出校园 [2]。

3 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必要性

3.1 推动高效教育改革
思政教育旨在发展人才素养，创新创业教育重视人才

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二者融合能够实现优势互补，与现代

化高校教育目标与理念相契合，是推进高校教育改革的关

键。例如，在创新驱动的社会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下，

融合教育路径能以创新创业为导向，培养兼具能力与素养的

人才，适应复杂多变的动态化社会环境，在创新创业中面对

诱惑能够坚守本心，在面对挫折时能积极处理。

3.2 全面发展人才能力素养
人才是核心动力，在人才的培养中，要实现个性化发展，

坚持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全员育人，不仅培养人才的

创新创业意识，还能够培养人才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人才在

专业的中不断的扎实专业知识，在思政教育学习中，形成正

确的思想、价值观念，最终实现人格的完善、素质的提升 [3]。

3.3 补足当前教育短板
在高效教育的相关调研数据中不难发现，当前教育工

作下，理论与实践的衔接存在缺口，尤其是对思政教育的实

践应用存在不足之处，在传统教育模式下，思政教育常常以

理论讲授为主，期末考试为主要评价方式，创新创业教育同

样也存在表面化的情况，未能发挥其真正的教育意义与教育

价值，为了进一步发挥其教育内涵，应将思政教育与创新创

业教育有效融合。一方面，思政教育拓展实践应用场景；另

一方面，对创新创业教育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以教育融合

的方式补足当前教育短板，实现育人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4 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路径

4.1 内容融合
教育内容的融合中要统一教育目标，将思政教育价值

观培养与创新创业能力素质培养融为一体。在内容融合中，

一方面要整合资源，在教学中引入思政元素、结合时事热点、

挖掘本土资源，如在思政课程中加入创新创业的育人元素，

使人才的思政课程的学习与知识的汲取中，了解什么是创新

创业，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为例，通过唯物辩证

法的教学引导人才在创新创业中能以辩证的思维看待问题、

分析问题，或是在创新创业教育中，结合时事热点，以社会

问题为出发点，引导人才能够从思政的视角寻求解决方案，

将社会生活与教育教学联动。另一方面，要开设融合性课程，

深化跨学科课程的构建，如构建思政 + 创新创业的融合课

程体系，组织专家与优秀教师联合编写符合地域特点、高校

教育理念的融合性专业教材，在教材中紧密联系实际，突出

思政教育在创新创业教育的引领价值，并突出融合性教育内

容的实践性，在实践应用中，则采取理论讲授 + 实践应用

的教育方式，增强教育的交互性，加强成果转化 [4]。

4.2 方法融合
方法的融合是突出融合价值的关键手段，在思政教育

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进程中，能够运用多种教学方法相互

结合的模式。

采用案例教学法：精心挑选具有代表性的成功创业案

例进行深入剖析，引导人才清晰理解创新创业所具有的实践

价值，并在实践的过程中秉持正确价值观和道德观。

采用项目式教学法：促使人才亲身投入实践当中，在

切实的操作中真切地体验创新创业的整个过程，从而有效地

提升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同时培养团队协作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采用交互教学法：组织人才开展小组讨论、辩论赛、

组织成立创新创业社团等丰富多样的活动，紧密围绕创新创

业中的关键议题，如社会责任、创业方向、创新思维等，在

活动中各抒己见、深入交流，而教师在这一环节中发挥引导

作用，巧妙设置问题、适时点拨思路，促使其深度思考，以

交互式融合教学培养人才的批判性思维，使其学会多角度分

析问题，并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标准，在创新创业的道路上

始终坚守道德底线。

采用数字化教学方式融合：充分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

拓展数字化的融合路径，通过技术手段，全方位、多角度地

展示创新创业过程，深入浅出地阐述创业理念和创新思维，

并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更能让人才仿佛身临其境，亲身体验创

业的过程，通过观看创业者坚守诚信时事新闻，感人故事，

激发人才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其在未来的创新创业道

路上，不仅追求个人的成功，更注重对社会的贡献，实现个

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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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平台融合
实践平台在创新创业教育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为实现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

有效融合，应当积极搭建具备思政教育特色的创新创业实践

平台。

例如，拓展实践平台，积极与企业、创业园区等展开

合作，携手建立起专业化的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在实践平台

中渗透思政教育工作，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氛围，并为人才

精心打造具有真实性的创业环境，而在实践中要将思政理论

内容转化，注重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中的思政引导，明确诚信

守信、公平公正、社会责任等关键要素，有效地应用到创

新创业活动项目中，促使人才在创新创业实践中践行这些

理念。

通过建设实践基地的方式实现平台融合，首先明确实

践基地目标定位，为人才提供将理论转化为实际能力的平

台，增强专业素质、创新能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实践基地中接触社会、了解企业，进而培养人才职业素养

与社会责任感；其次，整合内外部资源，选择具有行业影响

力、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作为合作伙伴，并签署合

作协议，根据目标定位设计实践项目并制定教学计划，涵盖

思政、创新创业及专业知识融合应用，合理安排资源，而后

组织实施，在实践基地中实施实践项目，加强过程管控，定

期评估、及时调整；最后，对项目活动进行总结，根据反馈

优化实践基地，完善项目、改进计划、提高质量效果。

5 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建议

5.1 树立融合发展教育观念
教育观念为教育融合提供了发展方向，因此在思政教

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路径中，要树立科学、可持续的发

展性教育观念，打破传统思维的局限性，充分意识到二者

融合的促进意义，始终将思政教育贯穿于创新创业教育中，

将创新创业思维融入思政教育工作中，形成教育的有机结合

体。同时在融合性教育过程中，要强调“以人为本、育人为先”

的教育理念，充分尊重人才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关注到人

才的个性化发展需求，既要做到尊重人才的创新创业想法，

也要正向引导人才肩负起社会责任，实现个人价值，全面激

发人才的内在潜力 [5]。

5.2 加强师资力量建设
在师资力量建设中，一方面要实现“跨界融合”，组

建跨学科教育团队，从思政教育、管理教育、心理教育、创

新创业教育等多方面出发，全面融合相关内容，为内容融合

提供基础保障，在备课过程中，以研讨会等形式对教育案例

进行分析、教学经验进行分享，实现优势互补，如思政教师

和创业导师共同指导创业项目，从价值观和实践操作给予全

面指导。另一方面，组织进修与培训，不断学习科学教育理

念与教育方法，加强校本化研究，综合考虑专业内容、社会

发展、行业建设等多方因素，提升思政与创新创业教育的专

业知识和教学技能。另外，还可以从“双师型”教师出发，

聘请具有丰富创业经验的专家，传授实战技巧，通过邀请能

够引领正确价值导向的专家学者担任授课教师，为人才提供

具有针对性的指导。

5.3 强化资源保障
资源保障是促进教育融合的基础，在二者融合过程中，

首先要以国家、地方政策支持为引导，明确思政教育与创新

创业教育融合的方向。其次，高校要结合政策支持优化内部

政策，一方面激励教师积极参与教育研讨，转化教育成果；

另一方面，鼓励人才参与到创新创业活动中，给予优秀人才

表彰奖励。再次，要实现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借助数字化

技术、信息化思维，建立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平台，共享思

政教育内容与创新创业教育内容，同时在数字化平台的搭建

中引入优质外部资源，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形式。

最后，在教育形式资源保障中，要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建

立健全评价体系，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导向监督功能、鉴定

管理功能、诊断激励功能。

6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发展和教育理念更新，思政教育

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是必然发展趋势，通过内容融合、方

法融合、平台融合的方式建设立体化的教育空间，在这个长

期而复杂的融合路径探究中，坚定教育思想，明确教育目标，

加强融合路径探索，以此助力新一代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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